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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乡我土

我在一弯石拱桥上，竟意外奇遇了“天使”！
受热带气压的影响，天气多日阴雨连绵。早间漫步

林木参天、绿草如茵、桥下积水成流的公园，难得的太阳
悄然拨开乌云缝隙，露出久违的笑脸。

湿漉漉的公园林荫小道很安静，我伫立在小石拱桥
的中央。这是极佳沐浴阳光的位置，柔和的光线洒在如
镜的水面上，把小石拱桥映衬得分外显眼。我吸收着太
阳给予的能量，悠然把一条腿翘在桥栏杆上，边看手机边
接受阳光的洗礼。

突然，意识里直觉有什么影子，轻盈飘落至身旁。定
睛细看，一个穿着连身白纱素衣燕尾裙、看去有两三岁大
小、白白净净天使般漂亮的小女孩，悄无声息地从我搭在
栏杆上的腿弯下穿过。我惊讶无比，满脸歉意。她轻飘
飘钻过后，我慌忙把翘着的腿放落地下，连忙对小女孩躬
身施礼，心怀愧疚地轻摸小女孩的头。

你猜，此时的小女孩做出了什么举动？她这行动足
以温暖我长久，余生都觉得奇妙无比。只见她从我身后
又转到我面前，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伸开双臂，一下子抱
住我的腿，把稚嫩的小脸贴在我的腿上，静静地望着天幕
间灿烂的太阳，那样子像遇到久别的亲人，满目的微笑，
满脸的陶醉，满满的童真。

顿时，我觉得太阳笑开了嘴，树木在额手称庆，小
草在欢呼雀跃，幸福之感全身蔓延。踏遍青山人至老，
无论大江南北，无论长城内外，无论天涯海角，此生从
未有过如此奇妙的遇见，无认知障碍，无只言片语，无
丝毫预感。

我想，一定是幸运之神的眷顾。异地他乡素不相识，
天使般纯真的小女孩，悄无声息出现在我身边，突然而至
毫无征兆，又似顺理成章亲情无限，让人唏嘘生命的奇
妙。许是自己一生善良感动天地，让他乡无处安放的灵
魂得以安抚，使漂泊不定的身心得到慰藉，给孑然以绕膝
之恩赐。

感恩遇见，感恩生活，愿生命温馨常在。

遇见“天使”

心香一瓣

□王学艺

秋风像一把无形的刷子，创意十足地肆意粉刷着，山
川大地，渐变得绚丽七彩、丰盈饱满，好一幅磅礴画作！
在我这吃货眼里，河洛之秋则别有味道。

因生长于汉水之畔，我偏爱大米，总惦记尝新。入
秋，孟津黄河滩的万亩水稻收割完了，处处浸润着稻谷的
芬芳。农家门前屋后，摊放着饱满的稻谷，任由惠风暖阳
自然晾晒。走进稻谷加工车间，高大的打米机欢唱着，洁
白的米粒倾泻而出，抓一把仔细摩挲，米香袭人，颗颗透
着光亮，好精神！没的说，我们把轿车后备厢塞满米袋
子，欢喜地打道回府。

黄河滩大米有身价，这曾经的“贡米”还是要吃得讲
究点儿。

对，做一道米饭肉丸子。先把大米泡软、蒸熟、凉
透。备好肥瘦相间的肉馅、佐料、细藕丁（选用黄河滩顶
部带芽的九孔莲藕，最为爽脆），调制适量水淀粉，把它们
和米饭搅拌均匀，团成圆球，上笼蒸15分钟，浇上或咸或
甜的汤汁，开吃啦！新米的清香、肉味的浓香，合着清甜
的藕香，香味丰富、浓郁，饭菜合一，爽口不腻，全家人饭
量大增，说是品到了黄河秋天的味道。

一天遛弯，朋友聊到用新玉米糁煮粥，真是满口
香。那是闺蜜老家邙岭产的，在废弃的靠山窑洞前，家
里老人侍弄着一片玉米地。我曾去掰过嫩玉米，一根
根粗大的玉米秆上，怀里抱着、脊梁上背着，都是黄土
地孕育的丰硕果实。鲜嫩的熟玉米，散发着难以抵挡的
香甜，着实馋人。

闺蜜说今年收成好，玉米不愁卖，早有商家预订了。
看她传来的视频，玉米遍布乡间，一片片、一堆堆的，无言
地夸耀着丰收美景。尤其是那高墙上，一挂又一挂黄灿
灿的玉米穗，个个挺着滚圆的肚子，骄傲地排着队。越来
越注重养生的人们对玉米等粗粮情有独钟，近年来玉米
收购价不断上调，这满世界的金黄，鼓起了农民的钱袋
子，难怪乡亲们的笑容是那么满足、开怀。

玉米也是我家“常客”。比如玉米菜饼，富含营养，
做来简单省事：在玉米面中加点白面，配上苹果丁、切
碎的时令蔬菜，撒少许盐，用牛奶调成糊状，摊饼。菜
饼黄绿混搭，飘奶香，微酸甜，爽口开胃。

大自然绘出五光十色，汗水酿造千百美食，前者养
眼，后者健胃，补了秋膘，壮了体魄，乐了心绪。

我品味着秋的丰硕果实，秋慰藉着我的精神家园。

秋色里的美味

生活空间

□许宣知

看卫星地图，万安山的北麓，一条
沟壑蜿蜒摇曳。

这条沟叫“五龙峡”。
五龙峡，山林森森，溪水潺潺，再有

神奇传说、神奇石材的加持，成为寻趣
休闲好去处。

顺着山径漫步林间，有山涧小溪陪
伴，溪水明亮清澈，时而“泉眼无声惜细
流”，时而传来“清泉石上流”的跌宕声。
有朋友感叹：如果夜宿山野，不仅观星空，

“明月松间照”的意境也呼之而出哩。
小径深深，五彩缤纷的花草间，有了

黄蝴蝶、红蜻蜓盘旋翻飞。有几个小儿，
手持竹竿，嬉戏追赶着它们。目睹于此，
宋代诗人杨万里的“儿童急走追黄蝶，飞
入菜花无处寻”诗句忽然蹦出脑海。时
隔千年，地距万里，生活的场景和乐趣，
竟然如此相似。黄蝴蝶如果飞入丛丛野
菊花里，也是“无处寻”啊。我们矜持，不
忍坏了这浑然天趣，在翩翩黄蝴蝶的伴
飞下，欣欣然地走向大山深处。

虽是初秋，却满脑子遐想深秋，那
时天蓝水碧，满山红叶、黄叶交相辉映，

“白云红叶两悠悠”，七彩山色富有层
次，渐次铺向远方。思绪回来，发现许
多橡子落在地下，从刺猬般的铠甲中蹦
出来，似乎在期待人们的认识。同行有
家庭主妇，看到橡子，就想起了橡子不
仅可以果腹，还可演变成凉粉，这是一
种带着山野清新的美食呀。进而，有人
就惋惜误了季节，如果春末夏初来到五
龙峡，漫山的槐花，白了山岭山沟，其洁
白的外形，其甜甜的味道，悦了眼眸，诱
了嗅觉。槐花，再与面粉、调料碰撞联
手，对人更是有着饕餮的诱惑。嘿嘿！

“莫笑农家腊酒浑”，山乡留客有野味
嘛。也有人在山野寻觅野酸枣，却不
见。问及山民，才知，野酸枣已经被采
摘两遍了。现如今野酸枣的身价不菲，
连同其他山珍，已经成为山村致富的一
个途径。

五龙村经过地下网管的改造，街道
畅通、整洁，房舍小楼因势而立，过去的
深山穷村，如今有了亮丽模样。五龙村
因有五龙峡而得名。这是一个环保先
贤的神奇传说。传说乡民宁生祥，天性

善良，珍惜山林，宁愿跑远些打柴，也不
砍活着的树，不砍带鸟巢的树。这与古
人倡导的“材木不可胜用”的“以时禁
发”环保理念相类同。宁生祥的善心感
动了上天，使天雷惊响，红、白、蓝、黄、
黑五条巨龙腾空而起，从地裂处，形成
一条长峡谷并呈现五种颜色。于是，这
条峡谷称为五龙峡，宁生祥被尊为“五
龙爷”。我登上一个小坡，那里伫立着
五龙庙。小庙，一间屋，外面是香案，曾
有的香灰，说明常有人来拜。五龙爷面
目漆黑，严肃，端坐中间，轻举手，目睁
远视，不看来者，大概心中依然是策划
筹谋如何造福人间吧。五龙庙下，一道
山沟，两处湖泊，如玛瑙珍珠。一汪清
水映漾在绿林中，笔直的杨树丛，倒影
婆娑，涟漪远荡。

而牡丹石，更是自然宝藏馈赠给五
龙村人独有的礼物，它形成于十五亿年
前的地壳运动，由各种沉积岩岩浆混合
而成。初遇到这种黑色的底色，以及石
体内分布了很多或白色或绿色晶体状
花色的石材，一位山民极具想象力，说：

这不就是牡丹花嘛！于是，牡丹石横空
出世。牡丹石的矿脉稀有，只有十几米
宽、十几公里长，且是不可再生资源，非
常珍贵。

我赞叹牡丹石，有幸目睹了巧夺天
工的牡丹石工艺品加工过程。师傅执电
锯操作，按照既定的构思对石材进行切
割，修饰成形，然后使用不同粗细的砂纸
一遍遍地打磨，使之表面光滑细腻。为
了突出牡丹石工艺品的视觉效果，用一
种清漆喷涂，使石面成为油墨色，白色或
淡绿的牡丹花则越加剔透。品种不仅仅
有成块的观赏石，还开发出了兼有实用
价值的酒具、茶具、砚具等，造型各异，有
花鸟、动物、石扇、花瓶等系列工艺品。
一部分村民依靠这些牡丹石，在山村里
建起了一座座浑砖到顶的小楼房，成为
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山林，山溪，山野、山物……走在五
龙峡谷中，空气里满是新鲜香甜的味
道。正是这种原生态，亲切、自然、陶
醉。如再有林中一屋舍，数丛翠竹环绕，
一桌山珍，几处闲愁……乐不思归呢。

五龙美景深山寻
□庄学

汉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六月，
“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秦朝
灭亡时，豪强之士争先恐后夺取金玉等
财宝，唯独宣曲（长安）任氏挖窖贮存粮
食。不久，楚汉战争爆发，此后兵戈连
年，天下大乱，百姓们无法耕种收获，造
成粮食奇缺的严重后果。豪强们没有
粮食果腹，便把金玉全都给了任氏交换
粮食，任氏从此起家，“富者数世”。

民以食为天。天生万物，粮食最金
贵，因为人不可一日无食，金银珠宝不过
是衣食丰足后的珍玩装饰罢了；一旦粮
食罄尽，金银珠宝既不可食，亦不可衣，
又有何用！北魏时，太武帝拓跋焘曾问
中书令高允：“为政何先？”当时，北魏境
内许多良田都被划为禁地，高允针砭时
弊曰：“臣少贱，唯知农事；若国家广田积
谷，使朝廷和百姓都有粮食储备，则饥馑

不足忧矣。”这番话可谓老成谋国之言，
拓跋焘于是下令解除禁令，允许百姓在
禁地耕作，国家收取田赋。

从《资治通鉴》的诸多记载看，凡明
君贤臣都是关心老百姓吃饭问题的，因
为这是天下头等大事。

东晋永和元年（公元 345 年），正
月。前燕皇帝慕容皝“以牛假（借）贫
民，使佃苑中，税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税
其七”。记室参军封裕以为：“古者什一
而税，天下之中正也。降及魏、晋，仁政
衰薄，假官田官牛者不过税其什六，自
有牛者中分之，犹不取其七八也。自永
嘉（东晋年号）以来，户口十倍于旧，无
田者什有三四。是宜悉罢苑囿以赋新
民，无牛者官赐之牛，不当更收重税
也。”慕容皝乃下令：“国以民为本，民以
谷为命，可悉罢苑囿以给民之无田者。

实贫者，官与之牛；财力有余而使用官
牛者，依照魏、晋旧法收税。”

北魏神 加四年（公元431年），二月，
太武帝拓跋焘在滑台（今河南滑县）与
南朝宋北伐军三十余战，得胜，“还平
城，将帅及百官皆受赏，士卒免除十年赋
役”。这时，北魏南部边境发生严重水
灾，“民多饿死”，尚书令刘絜上奏：“如今
战事已经平息，有功将士也都得到了赏
赐。而郡国之民，虽不征讨，服勤农桑，
以供军国，实经世之大本，府库之所资。
现在崤山以东遍地洪水，灾荒严重，应妥
善抚慰受灾的百姓。”拓跋焘于是下诏免
除全国百姓一年的田赋和捐税。

南朝梁太清三年（公元 549 年），五
月丙辰（初二），武帝萧衍受侯景（篡逆
将领）逼迫惊吓而薨。梁武帝末年，“建
康士民服食、器用，争尚豪华，粮无半年

之储，常资四方委输（调运）”。自侯景
作乱，“道路断绝，数月之间，人至相食，
犹不免饿死，存者百无一二。贵戚、豪
族皆自出采稆（野稻），填委沟壑，不可
胜纪”。

隋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七月，
“关中大旱，民饥”。文帝“遣左右视民
食，得豆屑杂糠以献。文帝流涕以示群
臣，深自咎责，为之不御酒肉，殆将一期

（一年）”。八月辛未（初九），文帝率饥
民“就食于洛阳，敕斥候不得辄有驱
逼。男女参厕于仗卫之间，遇扶老携幼
者，辄引马避之，慰勉而去；至限险之
处，见负担者，令左右扶助之”。

上至皇帝，下至官吏，享受丰厚的
物质待遇，是不愁吃喝的；但务须明白，
百姓也是要吃饭的，不可“饱汉不知饿
汉饥”！

粮 食 最 金 贵
□喻清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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